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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1日，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俯瞰铁佛镇“优质粮油 +青峪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地处秦巴山区腹地的通江县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契机，积极探索创新机制，大力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促进农文

旅融合和现代山地高效农业发展，推动农业提质增效，提升整体经济效益。 特约记者程聪摄

“现在在厂门卫室就可以拿到
快递了，方便得很。”3月 11日，四川
省宜宾市长宁县工业园区和乐门业
职工高兴极了，没想到自己反馈的
问题这么快就解决了。

记者了解到，长宁县工业园区
有 60多家招商引资企业，最远的企
业离县主城区有 8公里。长宁县政
协在走访园区中发现，由于快递路
线长、快递少，有时候一天只有十几
件，造成送达成本高，快递企业不愿
专人专车送达企业，企业员工也只
有到县物流点办理快递业务。

长宁县政协领导高度重视这个
问题，充分发挥“‘竹’事好协商·枝
叶总关情”作用，多次召集交通运
输、工业园区、快递公司、园区企业
等开展调研、座谈，专门召开了“提
高园区快递服务质量，营造一流营
商环境”协商会，最终决定利用附近
曙光村金通邮快点开展快递服务。
现在有两家快递公司直接将快递送
达园区内企业，八家快递公司由曙
光村邮点到县级仓储配送物流中心
取货，然后逐一送达园区内各企业，
解决了企业员工取件、寄件问题。
“有的快递公司业务量实现了

从零到有，有的从每天几十件发展
到现在的每天百多件。”长宁镇曙光
村金通村邮点负责人表示，送货到
园区企业，既方便了企业员工、提高
了服务水平，又搞活了业务，改善了
营商环境。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长

宁县委高度重视，向县政协交办了
“浑水河（花滩段）综合治理”重点协
商议题。长宁县政协采取专事专商
的方式，精心组织开展专题协商活
动。

按照“无调研不协商，无准备不
建言”的要求，长宁县政协组织县政
协委员、相关部门和花滩镇负责人
沿浑水河开展实地调研，排查浑水
河污染源，收集浑水河综合治理意
见建议，并召开浑水河综合治理协
商筹备会，为协商活动做好充分准
备。

在院坝协商会上，长宁县政协
委员、智库专家和干部群众、沿河企
业（业主）、选调生代表等积极围绕
主题协商建言，形成了定期巡河清
“四乱”、定期监测查源头、重点治理
提质量等协商成果，制定了切实可
行治理措施，推动浑水河水环境持
续改善。
“这个平台建得好，坐在‘坝坝

头’就把事情商量好了、把问题解决
好了，帮助我们村干部解决了协调
工作‘全靠跑’‘到处跑’的大难
题。”参会村干部代表胡蓉感慨地
说，县政协坚持县、镇、村三级联
动，充分发挥“‘竹’事好协商·枝叶
总关情”特色协商平台作用，凝聚各
方共识和智慧力量，形成共护、共
治、共管的长效机制，让浑水河不再
“浑”。

“我们建立这个特色协商平台，
就是为了打通基层协商‘最后一公
里’，成为党委政府的‘好帮手’、人
民群众的‘连心桥’、政协委员履职
的新平台。”长宁县政协主要负责人
介绍，按照省、市政协关于县（区）政
协需重点培育“一县一品”特色工作
品牌的要求，长宁县政协围绕县委
中心工作、结合长宁特色，提出
“‘竹’事好协商·枝叶总关情”特色
协商品牌，切实做到平台在一线搭
建、调研在一线开展、问题在一线协
商、思想在一线引领、共识在一线形
成、力量在一线汇聚。以此不断丰富
“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
量”的制度化基层实践，为“有事来
协商”工作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
供基层样板、长宁范例。目前，全县
已建成 1个县级，14个镇（经开区）
级，163个村（社区）级协商平台，实
现县域全覆盖。2023年开展协商议
事活动 143次，市、县政协委员参加
协商活动 385人次，收集意见建议
635条，帮助解决问题 301个。

逐梦高质量发展 共绘繁荣未来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奋力谱写“四城新区”建设新篇章

□邹星雨本报记者魏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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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不负赶路人，江河眷顾奋楫
者。2023年，是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发
展历程中极不平凡、极具挑战的一年，
昭化区承关怀而奋起、化感恩为力量，
全力以赴抓发展惠民生，推动各项事业
取得新进展。

这一年，昭化区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81.75亿元、增长 6%，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 8.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1.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3%，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
长 4%、7.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提前两年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首次
突破 4亿元、增长 15.4%。

这一年，昭化区持续优化产业结
构，在工业、农业、商贸、文旅等领域不
断发力，多举措促进产业茁壮成长，呈
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良好局面。

这一年，昭化区聚焦群众所期所
盼，坚持将民生实事摆在重要位置，住
房保障能力提升、农村电网改造升级、
农村污水治理等 10件区级民生实事和
24件镇级民生实事全面完成。

2024年，昭化区将大力实施“1456”
发展战略，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
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以产业集群为抓手，推动经济实现质的
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奋力谱写昭
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城新区”建设新篇
章。

行稳致远
经济发展持续回升

昭化区于 2023年迎来了经济复苏
与发展的新阶段。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
环境和重重挑战，昭化区积极应对，全
力投身于“拼经济、比发展、创一流”的
热潮中，经济的韧性与活力正持续增
强。

为减轻企业负担，助推生产建设，
昭化区不遗余力地落实了一整套助企
纾困措施，将惠企政策通过“一站式”服
务兑现资金高达 1.16亿元。同时，建立
了家居产业城企业服务中心，并创新性
地推出了“企能办”平台，精心梳理出
301项服务企业的“全生命周期”事项，
审批环节时限大幅压缩，以营商环境之
“优”，解企业发展之“难”，全年新添经
营主体达 1083家。

重大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推动力。在这一年里，昭化区围绕国家
的重点投资领域，策划储备了 306个滚
动项目，总投资高达 1312亿元。举办了
4次重大项目现场推进活动，集中启动
了 128 个重大项目，总投资额达到
114.8亿元。其中，美好世家等 14个项
目稳步推进，亭子湖环湖旅游公路等

12个项目全面建成，家居产业城等 26
个省市重点项目实现投资 55亿元。

在招商引资方面，昭化区表现出
极高的重视。2023 年成功签约了包
括千川门窗西部智造基地（投资 10
亿元）、建丰绿色林产新材料智能制
造（投资 8 亿元）、葭萌院子（投资 5
亿元）在内的 35 个亿元级项目，为区
域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能。

此外，昭化区还把握东西部协作的
契机，高质量完成了 8个政府投资建设
项目和 10个社会帮扶投资项目。在文
化、人才、消费等领域，与“拱昭”两地的
协作不断加深，东部市场销售的“昭化
造”农特产品更是达到了 1亿元的喜人
成绩。

转型提质
产业结构持续向优

2023年，昭化区的重点产业宛如
璀璨的群星，不断优化升腾，工业经济
之舟在稳健中乘风破浪、屡创辉煌。110
千伏临时变电站仅 30天就建设完成；
智慧物流园提前 25天实现挂牌；白果
风电二期工程的 26台机组顺利并网发
电，宛若大地之肺，吸纳风的力量转化
为生机勃勃的电流。

家居产业城，作为昭化区的明珠
项目，连续五年跻身四川省重点推进
项目之列，累计完成投资 89.46亿元，
见证了区域经济的蓬勃发展。新近又
扩展了 650亩土地，原材料交易中心
等产业配套项目也纷纷投入使用，家
居产业 的 工 业 产 值 年 均 增 长 达
15.53%。企业用电量、工业用水量、天
然气用量、企业用工量的增长数字惊
人，分别飙升至 853.57%、341.25%、
90.39%、120.19%，勾勒出一幅繁荣发
展的画卷。

为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昭化区坚守耕地保
护和粮食安全的责任堡垒，粮油产量高
达 16.74万吨。特色果蔬业巩固发展，
猕猴桃科技示范园拔地而起；生态畜禽
突破发展，建成国省级生猪产能调控基
地 25个。“上山进林”策略下，发展特色
林下产业 14.1万亩，成功承办了四川
省建设“天府森林粮库”现场会。种业培
育取得丰硕成果，一座座种质资源库矗
立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全省县区唯一
的育种加速工厂也在这里发展壮大。

在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昭
化区还不断提升商贸、文旅等地方软实
力，为全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坚
不可摧的“硬支撑”。

过去一年里，通过精心策划城市特
色商圈、创新实施“电商+”发展战略、集
中签约旅游投资项目等一系列举措，昭

化区不仅深化了商贸与文旅的融合，还
激活了“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互动，
充分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高质
量承办“司马错入蜀”学术研讨会、古蜀
道徒步游、三国文化旅游节等重大活
动，也不断提升着昭化文旅品牌的知名
度。

2023年，昭化区以卓越的成就，被
荣升为“全国县域旅游发展监测强县”
“省级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昭化
古城更是入选四川省文化遗产保护利
用“双试点”，旅游综合收入取得 86.56
亿元的骄人业绩，增长 8.12%。这一连
串的荣誉与成绩，不仅是对昭化区不懈
努力的肯定，更是向未来无限可能敞开
大门。

民生实事
人民福祉全面增强

昭化区于民生实事，倾注心力，全
面发力，以温情与诚意解答民众心中的
“急难愁盼”，向百姓呈上了一份璀璨夺
目的答卷。

在昭化城区，昔日的老旧小区蜕变
成井然有序、清新洁净的“大小区”，街
道融入海绵设施的布局，人性化活动空
间应运而生，六类城市管线尽归地底，
令城市的动脉与静脉畅行无阻。城市的
有机更新，如蝶之破茧，正展翅翱翔。

面对教育设施不足、教学质量参差
不齐的挑战，昭化区巩固提升“8050”计
划成果，机关幼儿园创成省级示范园，
柏林沟镇小学保障性住房等 25个项目
建成启用；深入推进“县中提升计划”，
元坝中学本科上线 159人，本科上线
率、一本上线率连续 5年正增长。

在医疗服务领域，昭化区勇立潮
头，开通“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服
务，承办全省健康扶贫与乡村振兴衔接
现场会，成就省级健康促进县区、慢性
病防控示范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
疗保险参保率稳守 98%以上，医保电子
凭证激活率攀至 97%，位居全市第一。

另外，昭化区全面落实就业创业扶
持政策，新认定省级农民工综合服务示
范站 1个，创新开发“薪安昭化”维权服
务平台，实现维权事项“指尖办”。

奋勇争先
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新的一年，昭化区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硬道

理，立足资源禀赋，不断深挖地方潜力，
为加快建设“千里嘉陵首善港城、千年
蜀道宜居名城、绿色家居产业优城、诗
意昭化幸福新城”的理想宏图垒石铺
路，添砖加瓦。

2024年，昭化区定下增长目标：地
区生产总值增长 6.5%，工业增加值提
升 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8%，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8%；地方公共预算
收入与 GDP同步前进，城乡居民收入
分别提升 7.5%及 8%。

具体来说，昭化区将在项目攻坚、
产城一体、现代农业、商旅融合、城乡
融合、开放创新、民生福祉七个方面
持续发力，全力巩固和提升经济社会
发展的良好势头。昭化区通过精准谋
划储备项目、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全
力以赴招商引资，统筹考虑企业综合
实力、项目经济效益等因素，力争重
大平台活动签约项目履约率、开工
率、投产率分别达到 90%、80%、30%
以上。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昭化区 2024
年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昭化区在实施
绿色家居首位产业“增量培育工程”的
同时，持续做大做强食品饮料产业，并
将致力于新能源产业的繁荣，推动电力
满产达产，光伏能源稳步发展；加快发
展硅基新材料产业，探索发展生物医
药、数字经济等朝阳产业，推动产业集
群不断做大做强。

同时，昭化区将加快推动传统产业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持续优化
“三带两园”现代农业发展格局，建设新
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山区样板。坚
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全年粮食播
种面积稳定在 40 万亩以上、总产量
13.5万吨以上。

依托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
化内涵，昭化区还将采取丰富商圈业
态、完善基础设施、举办特色活动等举
措，以商兴业、以文化人，推动“文旅商
贸”融合发展驶入快车道。全力以赴构
建全域全季文旅发展新格局，高标准打
造昭化古城 AAAAA级景区，推进文旅
项目建设，打造“蜀道三国文化 IP”，积
极承办各类文旅活动，助推文旅产业富
民强区。

前路虽远，行则必至。昭化区将发
扬“不服输、敢争先”的精神，踔厉奋发，
笃行不怠，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
雨无阻的精神状态，为人民群众谋福
祉、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城
新区”而努力奋斗。

四化同步 城乡融合 五区共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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